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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观点

执笔这篇文章前，我恰好看到武

汉大学开设的“爱情心理课”火爆异常

的新闻，深感这个话题的必要性。学

生恰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时期，对于情感的认识以及由此

形成的情感倾向，与人的一生有重要

关联。青春期情感教育，确实是值得

班主任深思且实践的课题。

案例中两个学生的对话，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学校对学生情感教

育的现状。学生渴求帮助，班主任及

家长则不是避讳，就是视之为“洪水猛

兽”。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此的认

知虽然有所进步，但依然不能满足学

生希望获得引导与帮助的渴求。

情感教育问题出在哪里

视情感需求与学生问题为等同。

学生进入青春期，情感萌发是正常的

生理与心理现象，但是我们常常忽略

这一事实。学生一旦喜欢上异性，就

被我们冠以“早恋”之名，甚至归入问

题学生行列。说到底，我们还是没有

真正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忽略了他

们作为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

这个年纪的孩子很容易对异性产

生好感，一旦被发现，老师和家长就会

“棒打鸳鸯”。这种做法是在割裂地对

待学生的生命，也视学生情感为割裂之

物，可以随时开始或者结束。此种状态

下，孩子不仅觉得不被尊重，更会产生

以过激行为对抗老师或家长的心理。

以情感问题与学习活动为矛盾对

立。案例中赵爽所言班主任阻止学生

谈恋爱，其实是一些教师固有的观念

所致——学习成绩至上。我们主观判

断情感问题是学习成绩提高的绊脚

石。同时，学生青春期比较敏感，容易

产生情绪波动，更会导致学习成绩的

起伏，也无形中“落实”了教师的判

断。这种判断实质上简化了学生的成

长内涵，把学习视为学生唯一的生活

内容，无视学生生命成长规律，看不到

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甚至全然忘

记男生女生相互倾慕是青春期孩子的

自然状态。正如学生所言，这样的班

主任只会居高临下说教，是他们情感

发展的“灭绝师太”。

班主任为什么会对学生的情感问

题如此恐慌？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影响

学习。虽然学习优异与否同诸多因素

有关，但班主任常常把情感问题视为

学习的“劲敌”，将两者鲜明对立起来。

把情感问题与学生品德混为一谈。

长期以来，班主任对爱情话题避讳颇多，

一方面认为学生谈恋爱不务正业，一方

面认为谈恋爱会影响班级风气。班主任

主观上认为学生谈恋爱是一件有伤“大

雅”之事，把异性之间“亲密言行”看成是

品德问题。我就曾经听到一个高中生质

疑班主任：“我是喜欢她，喜欢一个人犯

法吗？”班主任无言以对。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教师对学生恋爱问题的解决未免

肤浅。知道学生谈恋爱，就觉得耽误学

习；看到学生的亲密行为，就主观认定其

“有伤风化”。说到底，我们还是混淆了

学生情感与学生品德的概念，前者是情

感体验，后者是道德行为准则所表现的

倾向与特征。学生面对喜欢的异性，情

感上难以控制，不等于不道德，一味进行

道德判断，怎么能获得学生的认可？我

们总是将情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才是

学生的质疑之处。

有些班主任会说，你是不是鼓励

学生恋爱啊？我想，教育不仅要有的

放矢，还要高屋建瓴。在处理学生青

春期情感问题上，我奉行“尊重情感，

指导行为”原则：认可并尊重学生的情

感，建立师生之间信任与平等的关系；

有效建言，指出其青春期不当的亲密

行为，规范文明举止。怎样给学生以

爱情的建议与引导，才会促进他们健

康恋爱观的形成？

正视情感，学会交往

教会学生建立良性的交往观。心

理学上说，人的社会性发展要经历自

我社交、同质社交和异质社交三个阶

段。进入青春期后，学生的社交进入

到多元化的层次，他们需要在交往中，

尤其是在异性交往中确立自己的身

份，感受自我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正

是这个过程，使得他们能够建立自我

价值认同，更能体会这种自我认同带

来的价值需求。交往只有在体验中才

能完成。班主任要通过整合资源、设

计活动给学生提供与异性交往、相处

的机会，使学生在与同伴相处以及师

生互动中习得交往能力，避免因好奇

而误入歧途。

交往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对异性的

了解，并逐渐形成评价异性的标准，形

成自我的交往原则。青春期的学生思

想逐渐走向独立自主，班主任不可一

味说教或灌输，避免引发他们的逆反

心理，产生情绪冲动下的非理性行

为。班主任可以开展系列爱情讲座，

在主题的设计之下引导学生在集体中

进行异性交往，正视自己的情感萌动。

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爱情观。我

对青春期爱情问题的探求兴趣，还源

于学生提供的一些话题：比如看颜值

还是看成绩；看家庭背景还是看个人

能力；看外在还是看心灵等。这些问

题有的是现在的学生提出来的，有的

是已经读大学或已经工作的往届学生

提出来的。对此，我常常难以解答，因

为情感问题是个性化的，更是感受上

的。就如同案例中赵爽所说，他们其

实也是希望老师能为其答疑解惑的。

从班主任角度而言，能提供的可能也

是自我经验，是个性化的。所以，我们

可以尝试利用学科教学、经典爱情故

事等，让学生体悟纯真爱情的美好，感

受纯真爱情所需要的条件，从而多层

次、多角度认识爱情，树立自己的爱情

观。语文教材中的《与妻书》可谓情书

经典，犹记得课文学过之后，学生感慨

道：“原来革命志士也有如此缠绵的情

感！”也正如此，我们才能从中看到爱

情的力量。曾经有心理学家说，初中

生读武打小说，高中生读爱情小说。

言下之意，在小说的阅读体验中，增强

学生对情感的认识与体悟，在各种浓

度和深度的爱情中辨识并体悟健康的

爱情观，从而增强学生对爱情的认识，

逐渐确立自我的情感倾向，形成相对

恒定、持久、健康的爱情观。

培养学生爱的能力

青春期问题多来自学生与外在世

界的碰撞，且多表现于一种不计后果

的非理性行为。我经常听到家长说

“这么大的人了，什么也不懂”。我就

很认真地告诉他们，孩子真不懂！因

为身高体重的变化不等于心智的成

熟，此时家长如果不能站在孩子的角

度与之沟通，孩子就会呈现出家长无

法接受的言语行为，更谈不上爱人、理

解人了。所以，班主任要有意识培养

学生爱他人的能力。诸如班级生活

中，男生多承担一些体力以及较难完

成的工作，女生多承担一些细致的工

作，学生之间彼此承担，看到彼此的付

出与奉献。同时，班主任还可以通过

家校活动的设计，让孩子与家长互动，

在家庭成员间感受爱人的美好。感受

爱、拥有爱，才是学生未来不断前进的

动力，他们才会在未来拥有最真挚的

爱情、亲情与友情。

青春期问题涵盖的因素很多，青春

期情感教育更是教育者应为、可为的工

作，因为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名师解析

情感教育是一堂必修课
□蒋凌雪

蒋凌雪，上海市中国中学班主

任，正高级教师，上海市十佳班

主任，徐汇区高中优秀班主任

工作坊主持人。

多种方式促交往
□高 敏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很容易对

身边的异性产生好感，案例中的情况

并不少见。作为班主任，我们要重视

学生早期的情感教育，这对他们未来

融入社会、走进婚姻、建立家庭都有

着积极作用。

堵不如疏，鼓励男女生正常交

往才是班主任的可取之策。案例中

赵 爽 的 话 代 表 了 大 部 分 学 生 的 心

声 ，学 生 渴 望 得 到 班 主 任 的 指 导 。

细看案例，苏老师听了赵爽的话思

想受到冲击，发出了如何引导孩子处

理感情之问，这是苏老师重新思考青

春期学生情感问题的信号。其实，异

性之间的正常交往有利于性格上的互

相补充，当一个班级形成良性的男女

生交往氛围时，这个班级必定是充满

活力的。因此，苏老师可以尝试采取

多种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交往。如团

体心理辅导课“男生女生大家谈”，男

女生分享自己心目中理想异性的样

子。女生认为，男生应有责任感、有担

当，宽容大度。男生认为，他们理想中

的女生是善良的、温柔的。如此，学生

在交往中意识到怎么才能成为更好的

自己。

对待董越这样的学生，班主任更要

做好引导教育工作，董越的想法具有一

定代表性。苏老师可以通过非正式谈

话、生活小事等多与他交流，甚至还可

以采取写信的方式逐渐获取董越的信

任，帮助他提升与异性交往的能力。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珠海市香洲

区第十六小学）

有问问
有答

问题：上海苏老师

来邮件说，9 月开学时，

他请刚刚毕业且考进北

京高校读书的学生赵爽

（化名）到班里给学弟学

妹讲学习方法，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赵爽

谈完学习体会，双向交

流开始。学生董越（化

名）站起来说：“学长，我

可以问你一个相对隐私

的问题吗？你读高中时

有喜欢的女生吗？你表

白过吗？苏老师和你的

父母知道吗？坦白说，

我看到许多同学偷偷谈

恋爱，我也有自己喜欢

的人，但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

一石激起千层浪。

班里的气氛立刻活跃起

来，学生都露出期待的

表情。赵爽大方地承认

自己在高中时有要好的

女生，两人相互帮助、相

互鼓励，高中毕业后都

考上了大学，大学期间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赵爽说，上高中时老师

都不赞成甚至想方设法

阻止学生谈恋爱，但很

多同学都有喜欢的人，

也有你这样的困惑。其

实，我自己那时候还挺

希 望 老 师 给 一 点 指 导

呢，比如如何对待异性

的好感，如何对待感情，

甚至如何相处等。

听了赵爽的话，苏

老 师 的 思 想 受 到 了 冲

击 。 如 何 在 中 学 阶 段

引 导 孩 子 处 理 感 情 问

题，学会与要好的同学

亲 密 相 处 ？ 这 对 学 生

未来融入社会、走进婚

姻、建立家庭的价值和

意义在哪里……

学生希望与异性交往是人之常

情。有的学生在有意无意中发现了自

己心仪的异性，主动追求，甚至发展为

所谓的“恋爱”关系，这令一些班主任

手足无措。

面对此种情况，班主任要尊重学

生，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青春期的学

生总想通过各种方式彰显自我的存在

感，男女生交往成了他们证明自己长

大的一种标志。比如个别学生公开向

异性表达爱意，这种行为就会引发同

学的喝彩，“示爱者”和“被爱者”都以

此为骄傲，这是正常表现。

理解青春期学生对异性交往的好

奇，这是班主任处理好学生情感问题的

首要条件。面对异性同学之间的交往，

班主任要理解与接纳。外向的学生对

此兴趣浓厚、捕风捉影、搞恶作剧；内向

的学生羞于表达、默默承受。面对此种

情况，班主任不宜夸大问题的严重性，

不要急于找学生单独谈话，否则会使学

生产生恐慌或对抗心理，增加他们对异

性交往的神秘感，好心得不到好报；不

要急于找家长干预，否则会令家长焦躁

不安，亲子关系也会受到影响。班主任

要坦然面对学生的情感问题，不被表

象、假象迷惑，听其言、观其行，从人的

发展视角分析，正向引导学生破解异性

交往的神秘感。

如何处理学生情感问题？顺势引

导，给学生一定的交往空间和时间。

例如，一些学生很会寻找机会，主动接

近“心仪者”，并得到一部分同学的“撮

合”，私自调换座位，与心仪的异性坐

在一起。我曾为了“大家的美意”，接

受他们私自调座位，每届毕业生都曾

演绎过类似的故事。但结果大同小

异，要么是“示爱者”要求分开，要么是

“被爱者”要求“示爱者”离开，只是时

间长短不同而已。因为“示爱者”和

“被爱者”在近距离相处过程中，各自

的优缺点暴露无遗，对方的吸引力慢

慢减弱，神秘感渐渐消散。况且，学生

是有理智的，他们很清楚中学时代是

求学的黄金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

在此认知基础上，班主任再加以引导，

相信学生会正视情感问题，这远比讲

大道理管用得多。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淮南市金岭中学）

名人家书也是好教材
□王辉庆

在传统观念中，无论是家庭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恋爱、结婚、生子等话

题都很少在正式场合被提及，似乎这

是一种无师自通的本能。然而事实

上，这又确实是需要培养的能力。基

于此，我认为班主任很有必要给学生

一些指导。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

的信》便是相当好的情感教育教材。

《给儿子的信》是苏霍姆林斯基

陆续写给儿子的。其中，“爱情是生

活中的诗歌和太阳”这句话，指出了

爱情的合理性，“没有友谊的爱情是

浅薄的”“只有当感情和思想融合成

人对人的道德责任感，爱情才会是高

尚的”，这些忠告指出了美好爱情的

前提条件，而“真正的爱情，要求终身

承担巨大的、神圣的义务”与“人们一

旦结婚，就不仅承担了法律和物质的

责任，而且承担了精神责任”等论述，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弥补了情感

教育的空缺。

我自己正是这些信的受益者。当

年，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我也曾经历

失恋的打击，幸运的是，市教育局推动

教师读书工程，第一批书籍便有《育人

三部曲》，就此遇见了苏霍姆林斯基。

在阅读反思中，我不仅顺利走出了失

恋的阴影，而且树立了与未来伴侣平

等对待、相互扶持的家庭婚恋观。

推而广之，类似的名人家书中不

乏情感教育教材，例如《傅雷家书》《梁

启超家书》等，他们对孩子的教导，不

是简单说教，而是言传身教。而且书

信形式，会因其私密性、平等性容易被

叛逆期的孩子接受。作为班主任，值

得一试。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沿溪

镇沿溪完小）

顺势而为
□赵尚贵


